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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世界煤
炭贸易大幅萎缩，市场重心东移趋势明
显。2021年上半年产需逐渐恢复贸易量
继续下降，但下半年世界煤炭需求仍有
释放空间。

全球供煤出现
总量与结构大调整

Current 时局·煤炭   ／   电力 栏目主编：苏慧婷  huiting-su@sgcc.com.cn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煤炭市场

2021年下半年需求仍有释放空间

2021年上半年产需逐渐恢复 贸易量继续下降

世界煤炭产量（亿吨）

全球前十燃煤发电增量国家/地区

全球各地区煤炭消费量占比

世界煤炭市场重心东移趋势更加明显

今年上半年，世界煤炭市场形势四大特点：

亚太地区燃煤发电量持续增长

亚太地区煤炭消费占全球比重继续提高

从全球煤炭产量分地区占比来看，亚太地区煤炭产量的占比一直在
快速的提升中，相反北美、欧洲随着自身能源结构调整和资源枯竭
的问题，煤炭占比持续下滑。 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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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际生产制造供应链的修复和夏季高温的到来，煤炭市场

需求仍有释放空间

主要煤炭生产和出口国的煤炭产量可能继续保持增长趋势

同时，还需密切关注跨周期的供求平衡中各国政策的不确定

性，以及极端天气、疫情反复等因素引发的煤炭供需阶段性失

衡风险。

亚太地区燃煤发电量占全球比例从1985年的17.3%，稳步增长至
2020年的78.4%，呈单边上扬的态势。

同时，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已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共识，全球煤
炭产业面临严峻挑战。

2020年，中国和印度煤炭消费量合计占全球煤炭消费总量的三分之
二。在过去的20年里，两国煤炭消费量在世界煤炭消费总量的比例
分别提高了27个百分点和5个百分点。同时，东亚各国煤炭总消费量
的占比也从1%提高到5%。亚洲地区已成为全球煤炭消费和国际贸易
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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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世
界煤炭贸易大幅萎缩，市场重心东移趋
势明显。2021年上半年，”产需逐渐恢
复贸易量继续下降，但下半年世界煤炭
需求仍有释放空间。

全球供煤出现
总量与结构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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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煤炭市场

下半年需求仍有释放空间

今年上半年产需逐渐恢复 贸易量继续下降

世界煤炭产量（亿吨）

全球前十燃煤发电增量国家/地区

全球各地区煤炭消费量占比

世界煤炭市场重心东移趋势更加明显

今年上半年，世界煤炭市场形势四大特点

亚太地区燃煤发电量持续增长

亚太地区煤炭消费占全球比重继续提高

从全球煤炭产量分地区占比来看，亚太地区煤炭产量的占比一直在
快速提升中，相反北美、欧洲随着自身能源结构调整和资源枯竭的
问题，煤炭占比持续下滑。 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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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国际生产制造供应链的修复和夏季高温的到来，煤炭市

场需求仍有释放空间

//  主要煤炭生产和出口国的煤炭产量可能继续保持增长趋势

//  同时，还需密切关注跨周期的供求平衡中各国政策的不确定

性，以及极端天气、疫情反复等因素引发的煤炭供需阶段性失

衡风险

亚太地区燃煤发电量占全球比例从1985年的17.3%，稳步增长至
2020年的78.4%，呈单边上扬的态势。

同时，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已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共识，全球煤
炭产业面临严峻挑战。

2020年，中国和印度煤炭消费量合计占全球煤炭消费总量的三分之
二。在过去的20年里，两国煤炭消费量占世界煤炭消费总量的比例
分别提高了27个百分点和5个百分点。同时，东亚各国煤炭总消费量
的占比也从1%提高到5%。亚洲地区已成为全球煤炭消费和国际贸易
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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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高温模式开启，
多地电力供应紧张

近日，多地发布高温预警，用电负荷
攀升。陕西、河南、湖南、四川多地
电力供应形势趋紧，各自采取了“停
限电”、协调外电满送、错峰用电等
措施。

四川

措施

供区内各砖厂、沙石场、加工

厂等动力用户，执行短时避峰

方案，避峰持续时间一般为

60～120分钟

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排放企业

生产用电

现状

最大负荷预计将达940万千

瓦，同比增长17%

预计夏高峰期间，西安电网将

有7座330千伏、54座110千伏

变电站、87台主变重载运行，

存在负荷缺口约50万千瓦

措施

“十四五”期间，西安电网计

划投资241亿元，建设72座变

电站，全面提升电网保障能力

已对所辖重负荷变电站及全部

重过载线路、重要断面等风险

隐患进行排查梳理

完成“三供一业”“合表户”

等老旧小区改造615个，配网

老旧线路改造473公里

西安

现状

6月，受省内煤矿停产整顿和

用电负荷增长双重影响，河南

电煤库存以每日10万吨的幅度

减少，省内电厂普遍出现存煤

不足状况

7月11日，晋东南地区暴雨致

使侯月线、太焦线中断，对省

外电煤运输产生较大影响

措施

所有煤矿生产电煤一律不得售

往省外

省内所有煤矿生产煤炭可以转

作电煤使用的一律不得入洗

国网华中分部充分利用跨区跨

省电力通道，缓解河南电煤供

需矛盾

河南

湖南

现状

7月6日以来，湖南省负荷一直

维持3000万千瓦以上高位

湖南益阳南县于7月14日发布

节约用电、错峰用电的倡议

书, 压限不必要的城市景观照

明、推广错峰避峰用电

措施

积极协调外电满送，加快永州

电厂等项目建设，统筹省内各

类电源稳发满发

加强需求管理，坚持需求响应

优先、有序用电保底

全力保障安全生产，确保电网设

备、检修施工及运行管理安全

现状

2021年夏季四川电网最大用电

负荷预计将突破5250万千瓦、

最大日用电量将突破10亿千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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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6月，受省内煤矿停产整顿和

用电负荷增长双重影响，河南

电煤库存以每日10万吨的幅度

减少，省内电厂普遍出现存煤

不足状况

7月11日晋东南地区暴雨致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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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煤运输产生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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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6日以来，湖南省负荷一直

维持3000万千瓦以上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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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压限不必要的城市景观照

明、推广错峰避峰用电。

湖南

措施

积极协调外电满送，加快永州

电厂等项目建设，统筹省内各

类电源稳发满发

加强需求管理，坚持需求响应

优先，有序用电保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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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时局·油气   ／   新能源与碳减排

由于印度疫情扩散、美伊谈判，导致市场对原油
需求偏弱、供应增加的担忧。但随着美国出行高
峰来临，以及中国炼厂开工整装待发，原油需求
可能在接下来几个月有较快上升，叠加供应端相
对克制，油价有可能会迎来新一轮上涨。

油价有可能
会迎来新一轮上涨

美债收益率上行预期仍在，中美欧经济增速尚未到拐点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行压力主要来自美国经济复苏预期，这一

预期将推升风险资产，尤其是商品价格。

美元指数回落为商品价格上行提供金融环境
商品以美元计价，美元跌，根据购买力平价逻辑，商品价格应该上

涨；

商品价格上涨与美元指数下跌是果，货币宽松导致通胀上升是因。

因此，美元持续偏弱，将为原油价格上涨提供契机。

原油基本面喜忧参半，将迎来消费高峰
印度的疫情 

印度疫情扩散大概导致需求下降约50万桶/日，对市场情绪形成影

响。印度作为全球第三大原油消费国，原油消费量大约在500～600

万桶/日，原油进口量大约在400～500万桶/日。

美国和伊朗的伊核协议谈判

美伊协议几近达成，市场担忧伊朗出口对市场形成冲击。

伊朗在制裁前，出口最高大约在200～250万桶/日，随着制裁的取

消，伊朗出口供应增加可能在100～150万桶/日。

原油基本面依然存在几个乐观预期：
原油库存持续去化

无论是OECD石油库存，还是美国EIA商业原油库存，都在经历着快

速去化；中国成品油库存也在快速去化。

中国主营炼厂开工率回升，地炼检修即将结束，伴随着夏季用油高

峰来临，对原油的需求将增加。

美国欧洲亚洲汽柴油裂解利润回升。

1. 从供需结果来看，原油跨月价差没有跟涨，显示现货市场并不十

分乐观。

由于对印度疫情与伊朗供应增加的担忧，叠加中国炼厂的检修，原

油现货市场的采购并不活跃，导致跨月价差表现疲弱，5月以来并没

有跟随原油绝对价上涨。

2.从需求端来看，需要警惕货币收紧预期对需求偏好的打压。

未来商品价格震荡回落的风险主要来自：

1）市场预期美联储提前加息；

2）美元指数超预期上行；

3）企业利润跟不上原材料涨价；

4）以国债收益率为代表的无风险收益率上行，导致企业需求扩张动

能趋弱，需求回落，商品价格高位震荡下行。

短期油价存在继续上行风险

未来油价上涨过程中需要关注的风险

OECD石油库存

伊朗原油产量与出口

EIA美国原油商业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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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时局·油气   ／   新能源与碳减排

印度疫情扩散、美伊谈判频现变数，导致市场对
原油需求偏弱、供应增加的担忧。但随着美国出
行高峰来临，以及中国炼厂开工整装待发，原油
需求可能在接下来几个月有较快上升，叠加供应
端相对克制，油价有可能迎来新一轮上涨。

油价有可能
迎来新一轮上涨

美债收益率上行预期仍在，中美欧经济增速尚未到拐点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行压力主要来自美国经济复苏预期，

这一预期将推升风险资产价格。

美元指数回落为商品价格上行提供金融环境
● 商品以美元计价，美元跌，根据购买力平价逻辑，商品价格

应该上涨；

● 商品价格上涨与美元指数下跌是果，货币宽松导致通胀上升

是因。

因此，美元持续偏弱，将为原油价格上涨提供契机。

原油基本面喜忧参半

原油基本面依然存在几个乐观预期

● 原油库存持续去化

无论是OECD石油库存，还是EIA美国商业原油库存，都在经历着快
速去化；中国成品油库存也在快速去化。

● 中国主营炼厂开工率回升，地炼检修即将结束，伴随着

夏季用油高峰来临，市场对原油的需求将增加

● 美国、欧洲、亚洲汽柴油裂解利润回升

短期油价存在继续上行风险

OECD石油库存 EIA美国商业原油库存

从供需结果来看，原油跨月价差没有跟涨，显示现货市场并不
十分乐观。

由于对印度疫情与伊朗供应增加的担忧，叠加中国炼厂的检
修，原油现货市场的采购并不活跃，导致跨月价差表现疲弱，5
月以来并没有跟随原油绝对价上涨。

从需求端来看，需要警惕货币收紧预期对需求偏好的打压。

未来商品价格震荡回落的风险主要来自：

1）市场预期美联储提前加息；
2）美元指数超预期上行；
3）企业利润跟不上原材料涨价；
4）以国债收益率为代表的无风险收益率上行，导致企业需求扩
张动能趋弱，需求回落，商品价格高位震荡下行。

未来油价上涨过程中需要关注的风险

5年范围 5年均值 2019 2020 2021

3300

3200

3100

3000

2900

2800

2700

伊朗原油产量 伊朗原油出口 路透航运  伊朗出口原油发货量

伊朗原油产量与出口 （万桶/日）

450

400

350

300

250

200

150

100

50

0

20
1
8/

0
1

20
1
9/

0
1

20
20

/0
1

20
21

/0
1

20
1
8/

0
5

20
1
9/

0
5

20
20

/0
5

20
1
8/

0
9

20
1
9/

0
9

20
20

/0
9

20
1
8/

0
3

20
1
9/

0
3

20
20

/0
3

20
21

/0
3

20
1
8/

0
7

20
1
9/

0
7

20
20

/0
7

20
1
8/

1
1

20
1
9/

1
1

20
20

/1
1

20
1
8/

0
2

20
1
9/

0
2

20
20

/0
2

20
21

/0
2

20
1
8/

0
6

20
1
9/

0
6

20
20

/0
6

20
1
8/

1
0

20
1
9/

1
0

20
20

/1
0

20
1
8/

0
4

20
1
9/

0
4

20
20

/0
4

20
21

/0
4

20
1
8/

0
8

20
1
9/

0
8

20
20

/0
8

20
1
8/

1
2

20
1
9/

1
2

20
20

/1
2

600

550

500

450

400

350

300

（百万桶） （百万桶）

1月 1 3 5 7 9 11 13 15 17 19 21 23 25 27 29 31 33 35 37 39 41 43 45 47 49 515月 9月3月 7月 11月2月 6月 10月4月 8月 12月
周

印度的疫情 

印度疫情扩散大概导致需求下降约50万桶/日，对市场情绪形

成影响。印度作为全球第三大原油消费国，原油消费量大约在

500～600万桶/日，原油进口量大约在400～500万桶/日。

美国和伊朗的伊核协议谈判

美伊协议几近达成，市场担忧伊朗出口对市场形成冲击。

伊朗在制裁前，出口最高大约在200～250万桶/日，随着制裁的

取消，伊朗出口供应增加可能在100～150万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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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行政命令和碳税，碳市场能够更高效地促使企
业将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负外部性内部化，实现碳
减放的目的，因而受到各方高度重视。全国碳排放权
交易市场于7月16日启动，作为碳市场的重要组成部
分，将发挥日益重大的作用。架构解析

碳市场

碳市场通常包括一主一辅两个市场。主市场为碳配额交易市场（碳

排放权交易市场），辅市场为碳信用交易市场（自愿减排市场）

碳市场架构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于7月16日启动

全国碳市场基本框架

碳市场的运行大致包括三个关键节点：配额预分配、配额最终核定

和配合清缴（履约）

碳市场的运行流程

碳市场通常包括一主一辅两个市场。主市场为碳配额交易市场（碳

排放权交易市场），辅市场为碳信用交易市场（自愿减排市场）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预期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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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于7月16日启动

全国碳市场基本框架

碳市场的运行大致包括三个关键节点：配额预分配、配额最终核定

和配合清缴（履约）

碳市场的运行流程

理论上，碳交易价格代表企业的边际减排成本，在无明显减排技术

突破条件下，边际减排成本将逐渐上升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预期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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